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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一种全局优化的多面体匹配方法，该方法对物体的拓扑关系和结构关系进行多级匹配．利用全局优化 

的松驰迭代方法减少匹配误差，并由匹配的一致性准则进行匹配结果的检测，根据物体的内在特征来进行匹配，从 

而解决非同构物体的匹配．可广泛应用于物体识别、三维物体重建、医学图象处理等领域，实验证明此方法质量好、 

自动化程度高，是一种有效的全局优化结构匹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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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decomposing polyhedron each into a set of several individual convex sub—sets．A general optimization matching 

method was proposed．The matching process was divided into two steps for optimal mapping：topoligic relationship matching 

and structure relationship matching．And the relax iteration was used to reduce the matching error．This method can solve 

the morbid problem of two non—homotopic objects matching．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method is a topologic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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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面体或多边形的匹配在物体识别、三维物体 

重建、物体变形中有广泛的应用 j．早期的匹配大 

多是在二维空间内进行，主要方法有 Asada 和 

Hui【_3]
，这些方法主要集中于多边形和曲线上的点 

或边的匹配，他们把多边形的整体划分为一个个的 

局部进行匹配，并且匹配过程中只考虑外轮廊的边 

界不考虑内部的边界(如孔洞等)，因此不能达到全 

局的最优匹配．近期的一些作者为克服上面的问题， 

大多是先对物体的形状进行描述，在描述的基础上 

进行匹配 j．这种描述方法称为形状元素，形状元 

素必须满足下列 3个条件 J：1)形状元素不受平 

移，旋转和尺度变换的影响；2)对形状元素的局部 

修改不会影响形状元素的主体；3)物体形状的小变 

化不会产生形状元素的较大变化；不幸的是，找到一 

个满足上述3个条件的形状元素非常困难． 

目前，物体的骨架被认为是一种较好的形状元 

素，物体的骨架携带有物体的所有信息．但骨架在物 

体的形状描述及匹配中表现出下列不足之处：(1) 

对噪声敏感，边界上小的扰动会引起骨架结构的较 

大变化；(2)不可能由2个物体的骨架直接导出它 

们之间的相似性度量；(3)不可能由骨架直接表示 

与边界凸凹有关的形状特性．(4)精确的骨架点与 

物体的拓扑结构之间是一对矛盾．基于欧氏距离的 

方法能确定骨架点，但这经常要以改变物体的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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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面体或多边形的匹配在物体识别、三维物体

重建、物体变形中有广泛的应用[1] 早期的匹配大

多是在二维空间内进行，主要方法有 Asada[2J 和

Hui[町，这些方法主要集中于多边形和曲线上的点

或边的匹配，他们把多边形的整体划分为一个个的

局部进行匹配，并且匹配过程中只考虑外轮廊的边

界不考虑内部的边界(如孔洞等) ，因此不能达到全

局的最优匹配.近期的一些作者为克服上面的问题，

大多是先对物体的形状进行描述，在描述的基础上

进行匹配[4 -6] 这种描述方法称为形状元素，形状元

素必须满足下列 3 个条件问: 1 )形状元素不受平

移，旋转和尺度变换的影响 ;2) 对形状元素的局部

修改不会影响形状元素的主体 ;3 )物体形状的小变

化不会产生形状元素的较大变化;不幸的是，找到一

个满足上述 3 个条件的形状元素非常困难.

目前，物体的骨架被认为是一种较好的形状元

素，物体的骨架携带有物体的所有信息.但骨架在物

体的形状描述及匹配中表现出下列不足之处: (1 ) 

对噪声敏感，边界上小的扰动会引起骨架结构的较

大变化; (2) 不可能由 2 个物体的骨架直接导出它

们之间的相似性度量; (3)不可能由骨架直接表示

与边界凸凹有关的形状特性. (4) 精确的骨架点与

物体的拓扑结构之间是一对矛盾.基于欧氏距离的

方法能确定骨架点，但这经常要以改变物体的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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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为代价；文献[7]为了保证骨架提取过程的稳 

定性，在传统骨架的基础上定义了一个新的骨架 
— — 固定拓扑骨架，它非常适合于分割和物体的定 

位．文献[1]中提出一种基于三角剖分的近似骨架 

方法，用于二维多边形，但不能解决多边形中存在孑L 

的问题并且不能用于三维物体．为了克服上述问题， 

我们提出了一种全局优化的匹配方法，该方法对物 

体的拓扑关系和结构关系进行多级匹配．利用全局 

优化的松驰迭代方法减少匹配误差，并由匹配的一 

致性准则进行匹配结果的检测，根据物体的内在特 

征来进行匹配，从而达到某种特殊要求．实验证明此 

方法主观质量好、自动化程度高． 

1 凸子集的全局优化松驰迭代m：i~g原理 
t 

’

由于非凸集分析的复杂性，多面体或多边形的 

匹配过程一般为首先对物体进行凸剖分，对凸物体 

进行匹配，非同态物体间的凸物体匹配并不是简单 

的形状、位置匹配，而与凸物体在物体中的相对位 

置、结构关系及拓扑关系有关，因此选择合适的结构 

化匹配方法是实现良好匹配的前提．本文利用一种 

对任意多面体不添加顶点的凸剖分方法  ̈，从多面 

体的棱和对角棱 (就是多面体任意一表面的对角 

线)所构成的所有环中按一事实上的要求选取一个 

最好的环，利用这个环的各个边所形成的一系列面 

对多面体进行剖分．这种方法可使对多面体的剖分 

数接近最少，并适用于多种多面体(如有孔多面体) 

和多边形． 

设物体 包括K个不连通的部分，每一部分称 

为连通分量 D ，1≤k≤K；物体 B包括 L个不连通 

的部分，每一部分称为连通分量D”，，1≤f≤L． 

把4最大剖分成 m个不相交的凸子集 ， ， 
⋯  

，把B最大剖分成n个不相交的凸子集B ，B ， 
⋯ B ． 

即A=Al U 2⋯U ， n = (1≤ ≤m， 

1≤ ≤m)， 

B=Bl U B2⋯ U B ，B n = (1≤i≤n， 

1≤ ≤n)． 

由于 m与n不相等，匹配是一对多和多对一的 

关系，则 中的任一凸子集按某种最短距离原则与 

B中的任一凸子集在 中都有像．为使后面的识别 

和三维重建中不出现病态，各凸子集匹配不能自相 

交． 

定义 1 对4、B的所有凸子集 (1≤i≤m)和 

，(1 ≤n)，如果 √匹配，则称 与B，存在映射 

关系，所有的映射关系称为 、B的凸分解匹配． 

凸分解匹配可用公式表示为 

minE A，一B． {且I4 (1≤ ≤m)和B，(1≤ ≤n)的匹配不能自相交} 
对所有 在映射荚系 

(1) 

式中 lI·lI表示距离，这种匹配是结构关系的 

匹配，我们通过下面介绍的二级匹配方法解决． 

取物体 、B的最小立方体边界盒．令最小边界 

盒的左下角顶点为坐标原点，建立坐标系，设凸子集 

的重心为(X，_y， )，连接原点与重心，形成一个矢 

量，称为此凸子集的坐标矢量，记为 7̈ 为了不同大 

小的凸子集能进行比较，做归一化处理，即把最小边 

界盒的最长边变换到 1． 

由于 中可以有不止一个凸子集(如图 2中所 

示的汉字“三”)，匹配分二步进行．首先进行连通分 

量匹配．前述设 有K个连通分量，B有L个连通分 

量，将 中的任一连通分量按最短距离原则与B中 

的某个连通分量对应，同样 B的任一连通分量在 

中也有像，从而将凸子集的映射限制于 2个匹配的 

连通分量中．例如，若 中的连通分量D 和B中的 

连通分量D，， 匹配，即是说 与D 相对应． 

非同态物体间的凸物体匹配并不是简单的形 

状、位置的匹配，而与凸物体在物体中的相对位置、 

结构关系及拓扑关系有关，我们采用松驰迭代匹配 

法实现全局优化的连通分量匹配． 

记 h为一个连通分量的凸包，凸包的属性定义 

为一个三元组(P， ，t)，P为凸包的重心坐标 (X，Y， 

)， 为凸包体积，t为记载凸包中X，_y， 坐标的最大 

最小值． 

设凸包 hl=(Pl， l，t1)，h2=(P2， 2，t2)，则 hl， 

h：的相似度定义为m(h ，h )，0≤m(h ，h )≤1，有 

m(hl，h2)=Wl sl+W2s2+W3s3， (2) 

式(2)中W 是权系数，∑ =1．由大量实验可得，W 

= 0．3，W2=0．4，W3=0．3． 

、、， 1 ( l— 2) +(Yl～Y2) +( l— 2) 
疋  l 一 

X 1 Z 1 l_『 X2 Z2 ( + J+ )‘+( + 2+ ) 

，其中(X ，Y ， )，(X ，Y ， )分别为h ，h 的重心． 

定义 =1 一 ， 、 为 h，、h
m ax 

的体 
l 1． 々J 一 

积． 

设凸包hl中X∈[ l，X 2]，y∈[Y l，y 2]， ∈ 

[ l， 2]，凸包h2中 ∈[ ”l， ”2]，Y∈[Y”l，Y”2]，。 

∈[ l， ”2]，有dl=l X l—X”l l，d2=lX 2一X 2 l，d3= 

IY l—Y l I，d4=l Y 2一Y 2 l，d5= l一 l
，
d6= 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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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为代价;文献 [7J 为了保证骨架提取过程的稳

定性，在传统骨架的基础上定义了一个新的骨架

一一固定拓扑骨架，它非常适合于分割和物体的定

位.文献[ 1 J 中提出一种基于三角剖分的近似骨架

方法，用于二维多边形，但不能解决多边形中存在孔

的问题并且不能用于三维物体.为了克服上述问题，

我们提出了一种全局优化的匹配方法，该方法对物

体的拓扑关系和结构关系进行多级匹配.利用全局

优化的松驰迭代方法减少匹配误差，并由匹配的一

致性准则进行匹配结果的检测，根据物体的内在特

征来进行匹配，从而达到某种特殊要求.实验证明此

方法主观质量好、自动化程度高.

1 凸子集的全局优化松驰迭代匹配原理

由于非凸集分析的复杂性，多面体或多边形的

匹配过程一般为首先对物体进行凸剖分，对凸物体

进行匹配，非同态物体间的凸物体匹配并不是简单

的形状、位置匹配，而与凸物体在物体中的相对位

置、结构关系及拓扑关系有关，因此选择合适的结构

化匹配方法是实现良好匹配的前提.本文利用一种

对任意多面体不添加顶点的凸剖分方法[叫，从多面

体的棱和对角棱(就是多面体任意一表面的对角

线)所构成的所有环中按-事实上的要求选取一个

最好的环，利用这个环的各个边所形成的一系列面

对多面体进行剖分.这种方法可使对多面体的剖分

数接近最少，并适用于多种多面体(如有孔多面体)

和多边形.

设物体 A 包括 K 个不连通的部分，每一部分称

为连通分量 D飞 ， 1 ~k~K; 物体 B 包括 L 个不连通

的部分，每一部分称为连通分量 D"[ ， l ~l 运 L.

把 A 最大剖分成 m 个不相交的凸子集 A] ,A2 • 

…Am'把 B 最大剖分成 n 个不相交的凸子集 B] ， 矶，

… Bn. 

lW A =A] UA 2 ••• UAm ， A ， 门 Aj = φ( 1:;三 i~m ，

l 运j运 m) , 

B = B] U B2 ••• U Bn .B， 门 Bj φ(1运 i 运 n ，

::三 j ::三 n) . 

由于 m 与 n 不相等，匹配是一对多和多对一的

关系，则 A 中的任一凸子集按某种最短距离原则与

B 中的任一凸子集在 A 中都有像.为使后面的识别

和三维重建中不出现病态，各凸子集匹配不能自相

交.

定义 l 对 A 、B 的所有凸子集 Ai (1 ~i::三 m) 和

B/1 运j运 n) ， 如果 L" 匹配，则称 A， 与 R 存在映射

关系，所有的映射关系称为 A 、B 的凸分解匹配.

凸分解匹配可用公式表示为

minI 11 A, -1飞 111 且 4 ， (1 运1 运m)和 B， (I 实l笔川的匹配不能自相交 l
^'f所白 IJfti什映射正系

(1) 

式中 11 • 11 表示距离，这种匹配是结构关系的

匹配，我们通过下面介绍的二级匹配方法解决.

取物体A 、B 的最小立方体边界盒.令最小边界

盒的左下角顶点为坐标原点，建立坐标系，设凸子集

A， 的重心为 (x ，)'， z) ， 连接原点与重心，形成一个矢

量，称为此凸子集的坐标矢量，记为 '.4 ， ，为了不同大

小的凸子集能进行比较，做归一化处理，即把最小边

界盒的最长边变换到1.

由于 A 中可以有不止一个凸子集(如图 2 中所

示的汉字"三" ) ，匹配分二步进行.首先进行连通分

量匹配.前述设A 有 K 个连通分量 ， B 有 L 个连通分

量，将 A 中的任一连通分量按最短距离原则与 B 中

的某个连通分量对应，同样 B 的任一连通分量在 A

中也有像，从而将凸子集的映射限制于 2 个匹配的

连通分量中.例如，若 A 中的连通分量 D'k 和 B 中的

连通分量 D"[ 匹配，即是说 D"l 与 D'k 相对应.

非同态物体间的凸物体匹配并不是简单的形

状、位置的匹配，而与凸物体在物体中的相对位置、

结构关系及拓扑关系有关，我们采用松驰迭代匹配

法实现全局优化的连通分量匹配‘

记 h 为一个连通分量的凸包，凸包的属性定义

为一个三元组 (P 川 ， t) ， p 为凸包的重心坐标 (x ,)', 

z) ， 11 为凸包体积 ， t 为记载凸包中 x ，)'， z 坐标的最大

最小值.

设凸包 h]=(PI ， 1气 ， t]) ， h 2 =(酌，吨，叭，则儿，
hz 的相似度定义为 m(h] ,hJ ， 0::三 m(h] ， h z ) 运 1 ，有

m(h] ,h2 ) = W]S] +w2 S z + 加3S3' (2) 

式(2) 中 W i 是权系数 ，L， W ， =1.由大量实验可得，W 1
=0.3 'W 2 =0.4 'W 3 =0.3. 

(Xl-X2)2+(Yl-Y2)2+(Zl-Z2)2 
定义 SI 1-

l (XI +Yl+ZI)2+(X2+Y2+Z2)2 

，其中 (x] ,)'] ,z]) ，(吨，妇 ， Z2 )分别为 h] ， h 2 的重心.
| 11 , -11、|

定义 S2 1 - . - I - ~ . \ • V! '\ V1 为 h l 儿的体max( 11] 川2) , L"l ,\ L'2 /:..1 '''1 ""2 

n
H叫

孚
办1

设凸包 h] 中 XE [X'] , X'2J , )'E [)勺， )"zJ ， ZE

[z' 1 ,Z' 2 ] ，凸包 h2 中 x 巳 [x"l ，矿'2] ， yE[y"l ， yw2] ， z

E[z"l ， z"2] ，有 d l = Ix'l -X"I 1 ,d2 = 1 儿- X"2 1 ， ι= 
1 )"] - )'''] 1 ,d4 = 1)"2 -)'飞 1 ,d5 = Iz'l -Z"] 1 ,d6 = I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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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定义 s3=1一dld2d3d4d5d6 

若h。和h 匹配，则至少有3个d (1≤i≤6)取 

得极小值，此时s 取得极大值． 

由m(h ，h )建立相似矩阵 S (i， ，i'~um)， 

hum为迭代次数．具体的松驰迭代匹配算法如下： 

1)对相似矩阵按下述公式(3)进行归一化处 

理 ： 

5K ￡(i， ，0)=SK ￡(i， ，0)／max{
．
ma x_5K L(i，r， 

0 
．

m  x
，
5 (h，j,o)}， (3) 

取 hum：1． 

2)按下述公式(4)进行迭代； 

5 L(i， ，hum)=
．

∑{max5K L(h，r，hum一1)} 

×SK (i， ，i'tttm一1)／(K一1) (4) 

3)对S (i， ，i'~um)按公式(3)进行归一化处 

理； 

4)若JS (i， ，hum)大于某个阈值T=0．05，则 

5 (i， ，hum)保留，并置5 (i， ，hum)=0；否则 

置5K ￡(i√，hum)=0；(5)令 I'~Um=I'~Um+1，回到第 

二步． 

上述迭代中一般取 i'tum=5．同理，建立相似矩 

阵SK~L( ， ，num)，按下列公式进行松驰迭代： 

5 ( ，i，hum)：∑{ma ( ，r，num—1)}× 

5 (i√，hum一1)／(K一1)． (5) 

对 B中的 D” 在 A中仅有 D 与之对应匹配． 

若5 (f，矗，hum)大于阈值 ，则置5 (f，矗 ，hum) 

= 0，其中矗≠ 因此，如果D 和 D 对应，则 5 

(i√，nLtm)和SL~K( ，i，hum)的最大值大于阈值 ． 

连通分量匹配完成后，需进行凸子集的匹配．设 

凸子集A C_D ，BjC_D”{，找A 的对应关系 ，，若 

l rA 一l r口
．
1= rain (1 rA

．

一 r 1)， (6) 
对 『中所有r 

成立，记为关系(i， )，显然(i， )：( ，i)．所有凸子 

集的匹配对应关系构成匹配关系表 ． 

在连通分量匹配结果的约束下，对匹配关系表 

图 1 一致性检验示意图 
Fig．1 The draft of checkout for coherence matching 

还需做一致性检验，即避免匹配中自相交的出现． 

如图1所示，如果有匹配对应关系(i，． )、(矗，f)，若 

r FB
i
围成的三角形与 rm，r 围成的三角形重叠部 

分最小，称为关系一致，否则称为关系不一致，不一 

致的对应关系会造成病态的匹配，通常经过松驰迭 

代匹配后，不一致的情况极少发生． 

凸子集的映射算法如下： 

1)根据连通分量的匹配关系把A ，B 分类，其 
一 类的凸子集只能与另一类的凸子集匹配． 

2)对每一个A ，找出对应匹配类中的某个 ， 

使公式(6)成立，则有关系(i，h)，加入关系表月中， 

同时把 找上标记． 

3)对 中没有打上标记的每一个 B ，找对应匹 

配类中的某个A ，使公式(6)成立，则有关系(2， )， 

把(f，． )加入关系表 中．表 即为i，． 的所有映射 

关系 

3 实验结果与结论 

图2所示为2个手写体的“三”字，A有3个连 

通分量A 、A 、A。、 有2个连通分量 、 ，其中A 

分解为4个凸子集，A 分解为 4个凸子集，A 分解 

为4个凸子集， 分解为 7个凸子集， 分解为 2 

个凸子集．连通分量的迭代匹配结果是A。与 匹 

配，A 与 匹配，A 与 匹配，在此基础上，根据 

式(6)再进行凸子集的匹配，可求得如图2(C)所示 

的关系表尺，其中符号一表示匹配．图2为A，B对应 

匹配关系图． 

图3为2个非同构多边形 A、 ，这在由切片重 

建三维物体中非常常见．多边形 4有孔，剖分成 10 

个多边形， 剖分成6个多边形，采用全局优化迭代 

的方法匹配结果见图3(C)，符号一表示匹配．多面 

体的情况同样成立． 

图2 2个多边形(a)、(b)的凸剖分及连通分量、凸子集 

的匹配，(C)为(a)、(b)的凸子集匹配关系表 

Fig．2 (a)(b)convex decomposing and connected compo— 

nent of two original polygons．(C)the convex subsets matc— 

hing results of(a)an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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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S3 = 1 - d J d2d3d4dsd6 

若 h ， 和 h2 匹配，则至少有 3 个 di (1 "三 iζ6) 取

得极小值，!It时 S3 取得极大值.

由 m( h J ， h 2 ) 建立相似矩阵 5Kx t ( i , j , num) , 

num 为迭代次数.具体的松驰迭代匹配算法如下:

1 )对相似矩阵按下述公式 (3) 进行归一化处

理:

SKXL(iJ ,0)=SKXL(zJUO)/IIIax i lTEESKXL(I , r , 

0) , maxS K x L ( h ,j ,0) I , (3 ) 
l~h~ A. 

取 num = 1. 

2) 按下述公式(4) 进行迭代:

S川 (i ,j , num) = 足 1 月1xS川( h , r , num - 1 ) I 

xSK叫 ( i 小刚m 一 1)/(K-1) (4) 

3) 对 SKx L( i 小 num) 按公式(3) 进行归一化处

理;

4)若 5Kx L ( i ,j , num )大于某个|明值 T =0.05 ，则

5Kx L (i ,j , num) 保留，并置 Sl<.x L(i 小 num) =0; 否则

置 SKx L (i小 num) =0; (5) 令 num = num + 1 ，回到第

二步.

上述选代中一般取川m =5. 同理，建立相似矩

阵 5Kx L (j , i , num) ， 按下列公式进行松驰选代:

5 KxL (j , i ，叫 =E;;ihIH吨I

5KxL叫， L (οi仁'小阳m-1)/(K-1川). (5) 

对 B 中的 DFFl 在 A 中仅有 D'k 与之对应匹配.

若 SLXK( 1 ,k ， num) 大于|萄值 T， 则置 SLxK (l， k' ,num) 

=0 ，其中 k予刊因此，如果 D'k 和 DHI 对应'则 Sιkμx

(οZ ，小阳m叫)和 5ιLx 且 (υ] ，μ， Z仁， n阳um叫)的最大值大于阔值 T.

连通分量匹配完成后，需进行凸子集的匹配.设

凸子集 A; Ç, D' k ,Bj Ç, D", ，找 A ， 的对应关系哉，若

|λ-1 r B. = rnirr ( 1 一λ- 王 1 ) , (6) 
MD"，中所有 r

成立，记为关系 (i ,j) ，显然( i ,j) = (j, i) . 所有凸子

集的匹配对应关系构成匹配关系表 R.

在连通分量匹配结果的约束下，对匹配关系表
y y 

A 

图 l 一致性检验示意图

Fig. 1 Tht> draft of checkout for cohert>nce matching 

R 还需做一致性检验，即避免匹配中白相交的出现.

如图 1 所示，如果有匹配对应关系 (i ，j) 、忡，l) ，若

T A[ , r Hj 围成的三角形与 r4k ， r 8(围成的三角形重叠部

分最小，称为关系一致，否则称为关系不一致，不一

致的对应关系会造成病态的匹配，通常经过松弛选

代匹配后，不一致的情况极少发生.

凸子集的映射算法如下:

1 )根据连通分量的匹配关系把战 ， Bj 分类，其

一类的凸子集只能与另一类的凸子集匹配.

2) 对每一个歧，找出对应匹配类中的某个矶，

使公式(6) 成立，则有关系( i ，州，加入关系表 R 中，

同时把 Bh 找上标记.

3) 对 B 中没有打上标记的每一个乱，找对应匹

配类中的某个冉，使公式(6) 成立，则有关系 (l ，j) , 

把(l，j)加入关系表 R 中.表 R 即为 i ，j 的所有映射

关系

3 实验结果与结论

图 2 所示为 2 个手写体的"三"字 ， A 有 3 个连

通分量 AJ 、A2 、A3 、B 有 2 个连通分量 BJ 、矶，其中 AJ

分解为 4 个凸子集 ， A2 分解为 4 个凸子集 ， A3 分解

为 4 个凸子集 ， BJ 分解为 7 个凸子集 ， B2 分解为 2

个凸子集.连通分量的选代匹配结果是 AJ 与 BJ 匹

配 ， A2 与 BJ 匹配 ， A3 与 B2 匹配，在此基础上，根据
式(6)再进行凸子集的匹配，可求得如图 2(c) 所示

的关系表 R ，其中符号H表示匹配.图 2 为 A ， B 对应

匹配关系图.

图 3 为 2 个非同构多边形 A 、 B ， 这在由切片重

建三维物体中非常常见.多边形 A 在孔，音。分成 10

个多边形 ， B 剖分成 6 个多边形，采用全局优化迭代

的方法匹配结果见图 3(c) ，符号忖表示匹配.多面

体的情况同样成立.

A缸工工E

A ，笔巨二日 琶
问-
M
-
M

一ω
-
M
一
问

JO...h 
11...; 
12..., 

(8) (b) (c) 

x 
图 2 2 个多边形( a) 、( b) 的凸剖分及连通分量、凸子集
的匹配，( c) 为 (a) 、( L) 的凸子集匹配关系表 R

Fig. 2 ( a) ( b ) convex dt>composing and conn t>ct t>d compo
nt>nt of two origina1 po1ygons. (e) the convex subs t>ts matc

hing rt'sults of (a) an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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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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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 

7七 

8《— 

8《—却  

9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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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3 2个非同构：多边形的全局优化迭代匹配结果 
Fig．3 The results of two non-homotopie polygons general 

optimization matching 

本文提出了一种全局优化的匹配方法，该方法 

对物体的拓扑关系和结构关系进行二级匹配．利用 

全局优化的松驰迭代方法减少匹配误差，并由匹配 

的一致性准则进行匹配结果的检测，根据物体的内 

在特征来进行匹配，从而达到某种特殊要求．目前拓 

扑关系和结构关系的匹配结果还没有一种定量评价 

方法，主要通过人的主观评价方法，本文的方法可应 

用于物体识别、三维物体重建 、医学图象处理等 

领域以及物体变形等领域  ̈，实验证明此方法主观 

质量好、自动化程度高，是一种有效的全局优化匹配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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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个非同构多边形的全局优化迭代匹配结果
Fig. 3 The results of two non-homotopic polygons general 

optimization matching 

本文提出了一种全局优化的匹配方法，该方法

对物体的拓扑关系和结构关系进行二级匹配.利用

全局优化的松驰迭代方法减少匹配误差，并由匹配

的一致'胜准则进行匹配结果的检测，根据物体的内

在特征来进行匹配，从而达到某种特殊要求.目前拓

扑关系和结构关系的匹配结果还没有-种定量评价

方法，主要通过人的主观评价方法，本文的方法可应

用于物体识别、三维物体重建[9J 、医学图象处理等

领域以及物体变形等领域[叫，实验证明此方法主观

质量好、自动化程度高，是一种有效的全局优化匹配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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